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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 懂兒童就是明日作品特色 

 

三十多年兒童劇創作的經驗，在我們眼中戲劇不僅僅是娛樂小朋友的活動，舞臺作品應該感動孩子 

從 1987 年到 2017 年，創作一百部兒童劇的歷程，使我們明白，雖然我們是專業成人演劇給孩子

看，但我們不是利用舞臺在述說大人的訓導，而是傾訴兒童的心聲。 

 

兒童劇不是大型家庭娛樂 show，來瘋狂一下。 

兒童劇是以角色的愛心、責任、勇氣行為，啟迪兒童的心靈。兒童則在劇場共同以淚水、汗水，及

同理心作回報。孩子以想像、投入來獲得滿足。他們在場地裡找到誌同道合的小朋友，這些滿足正

就是他們最大的心靈娛樂，正就是他們健康的社交生活。 

低俗搞笑如過眼雲煙，效果並不持久，瞬間即逝。因為兒童劇是建設孩子身、心、靈的工程。 

明日藝術教育機構為了能與內地孩子分享我們的夢想，特別精選了多部經典兒童劇，與內地機構合

作，精心排練了普通話演員，進行全國巡回演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2- 繪本兒童劇 

 

首先，向大家介紹以繪本為題材改編的兒童劇。繪本是以圖畫與文字附加起來，給兒童半懂下閱讀

的刊物。當中的故事普遍獲得兒童的認同，只要細心把文字及畫面作出提煉，是很理想的兒童劇題

材。 

《狐貍孵蛋》 （ 2007 年香港首演、 2009 年香港重演）一部角色情境的兒童戲偶劇，兩個角色在

舞臺呈現，沒有正反對錯，只是互相生活交錯在一起。突如其來狐貍爸爸遇上阿蛋小兒的矛盾，不

會做爸爸的年輕狐貍與一個陌生孩子的共同成長的笑與淚。爸爸在成長，孩子在成長，不同的觀眾

投射在不同角色上，各自尋找認同，互相學習。 

 

其實現代都市不就充滿著各種新手爸媽、陌生孩子嗎？互相學習、共同成長，才是親子的真正關

係。我們孵化的不單是一個孩子，是一個愛。 

寫實的戲偶兒童劇，戲偶設計與制作的精美，十分重要。 

 

《狐貍孵蛋》 

 

導演：王添強  

普通話版本執行導演：王文俊  

原著：孫晴峰  

編劇：葉佩儀  

戲偶設計：麥美玉 

（3 到 10 歲，200 至 400 座位劇場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《我想要愛》（2010 年香港首演） 

 

愛不是免費午餐，需要尋找，需要栽培。 

小熊的媽媽早逝，爸爸離家，獨自生活，不要說要有愛，就連生活也有困難，但他偏偏去尋找愛，

不單單是被愛，而是去愛。小熊從土撥鼠奶奶身上學會了被愛的幸福，從小兔子身上學會愛人的美

妙，最後學會勇敢、犧牲的愛。 

原來孩子成長能擁有愛，要先從學會被愛，去愛及無私奉獻，才真的找到愛。由於小熊的生活處境

太悲慘，不宜直接用寫實戲偶劇方式表現，怕使孩子太傷心，所以改由有兩位爸爸媽媽在學習講故

事的過程，去表達這個故事，用兩層的方式，產生疏離效果，理性的去感動孩子。讓孩子感動依

然，但悲傷減半。 

感情越深越沈重的兒童劇，每一個小節都要十分小心，表演呈現都要經過精心部署才能感染孩子，

而沒有不良反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《我想要愛》 

 

導演、編劇：王添強  

普通話版本執行導演：王文俊  

原著(文)：克萊兒‧克雷芒 

原著(圖)：卡曼‧索列‧凡得瑞 

翻譯：沙永玲 

原著出版：巴亞國際出版社 

中文出版：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

戲偶設計及制作：麥美玉 

（3 到 10 歲，100 至 250 座位劇場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3- 童話兒童劇 

 

童話是改編兒童劇最普遍的題材，但可惜大部份童話都在一百年之前的時間寫成，價值觀與社會狀

態與今天有所不同，改編的時候，必須加入現代元素，才能使童話故事的核心價值，發揮到最佳效

果。 

 

 

《睡美人》（2008 年香港首演） 

 睡美人是講一個公主因為父王開罪了女巫被下怨咒，十八歲時會被織布機的針所傷以至永遠昏睡，

為什麽這個女巫要如此的狠毒呢？我們從女巫下了怨咒之後後悔，作為故事開始。原來事情是因為

一位信差小孩，只顧玩耍忘記通知女巫才造成大錯。小孩盡了責任與女巫用了一生的精力，尋找愛

心、責任、勇氣為公主解咒。小孩窮一生的精力，只找到勇氣及責任，變成老伯伯的他，如何開解

這個困局。 

故事不再是傳統童話的王子出現，親吻公主就能解決問題，而是小孩窮一生之精力，去盡自己責任

去彌補錯失。 

神仙、王子救不了我們，只有窮一生的精力，努力生活才能拯救

自己。 

 

 

《睡美人》 

導演及編劇：王添強 

普通話版本執行導演：王文俊 

戲偶設計：麥美玉 

（3 到 10 歲，100 至 250 座位劇場） 

 

 

 

 

 

 



《醜小鴨的月光》（這是全新版本 2011 年香港首演，第一個版本創作 2004 年 ） 

 

安徒生筆下的醜小鴨，本身就是一只天鵝，他的困苦與矛盾，只是過程中不肯定自己就是天鵝。 

 

童話世界當中孩子都是天鵝，對，但現實世界當中是否也是如此？如果醜小鴨不是天鵝，命運將會

如何？我們嘗試跟大家去發展一個故事，就是醜小鴨年幼時雖然很醜，但長大之後依舊只是一只普

通的鴨子，如果不能幻化成天鵝，生命是否就沒有快樂及意義呢？ 

 

月光之下，人人平等，人人平淡，不是天鵝，是否也可以一樣，擁有幸福生活呢？ 

 

 導演、編劇：王添強 

普通話版本執行導演：何月桂 

戲偶設計：麥美玉 

（3 到 10 歲，200 至 400 座位劇場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4- 原創兒童劇 

 

從故事到劇本都是原創，是劇團多年來的努力與夢想，有兩種原創源頭，就是被一些生活或網絡小

故事感動，另外就是來自故事書的啟蒙。好像《小雞當當有個狐貍伯伯》刺激就是來自網絡上，兩

種敵對生物可以成為好朋友的片段，創作了故事。而《貓咪麽麽》靈感則是法國一本繪本《壞貓學

校》。有了原創的意念，我們還有兩創作的方向，《小雞當當有個狐貍伯伯》請來編劇陳煒雄把我

們的故事變成完整戲劇，另外《貓咪麽麽》，則是導演與演員邊排邊即興創作。 

 

《小雞當當有個狐貍伯伯》  

 

（香港劇名：《狐貍伯伯幾多點》2013 年香港首演 ） 

 

傳統童話中，狐貍都是壞人，都是狡詐、欺騙的家夥。城市中充滿陷阱，陌生人，與我們不一樣

的，都有可能是可怕的人。真實的大自然世界裡，狐貍是平衡生態不能缺少的板塊。現今地球村年

代，孩子身邊都是外國人，陌生人，外觀如何可以分別好壞呢？ 

 

小雞當當要跟一個農場外的狐貍伯伯去看海，對爸爸媽媽來說，真是巨大挑戰！我們為大家講述一

個超脫於物種的友誼故事吧！ 

 

讓觀眾思考是本劇的重心，不單只是大人，也包括小孩，愉快的情節是用來消除孩子面對此情此景

的恐懼，放鬆使他們有更大觀察敏銳度，有更強的審思能力。使 孩

子又有開放的胸懷，又有保障自己的能力。而不是盲目地拒絕接 觸

新的人和事。 

 

《小雞當當有個狐貍伯伯》  

藝術總監、原創故事：王添強 

導演：關頌陽 

普通話版本執行導演：戴俊笙 

編劇：陳煒雄 

戲偶設計：徐雪兒 

（3 到 10 歲，200 至 400 座位劇場） 

 



《貓咪麽麽》（2016 年香港首演） 

 

小貓麽麽在學校裡，學些什麽東西呢？什麽才是有用的呢？ 

 

現今的小朋友每天都要學一些東西，這些訓練的效果都是一樣的嗎？每一部戲，不同的人也會有不

同的領略、理解與演繹，每一個人學習同一件東西都會有不同的效果。我們又是否明白孩子的差

異，明白孩子的特質呢？ 

在搞笑的情節中，讓小朋友找到自己的認同，讓大人反思教育的作用及意義。快樂的互動環節中，

思考各種問題，不是盲目的反對與認同，尊重孩子的需要與感受。 

當然此劇好玩之處，還有現場伴奏的大提琴音樂。 

 

藝術總監：王添強 

導演：關頌陽 

普通話版本執行導演：何月桂 

戲偶設計：葉珮琪 

（3 到 10 歲，100 至 250 座位劇場） 

 

六部戲、六種風采，各有主題與特色，希望能與大家分享香港明日藝術教育機構的兒童劇，寓教於

樂的戲劇世界。 

 

  


